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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评 建 言

□张春波

红尘过往，路途迢迢，简单的行囊，厚重的
渴望，我们每一个在喧嚣中穿梭的行人，背负着
梦想努力寻找一片聊以安放心灵的净土。然
而，人生的行走其实并不简单，需要坚毅，需要
智慧，需要人格品质，或许就是古代先贤所说的
那种“安步以当车”的境界吧。

据《战国策·齐策四》记载：齐宣王非常慕名
谋士颜斶，想将其留在身边为师。于是把他召
进宫来，但齐宣王却没有礼贤下士，反而显尽权
势，并许以“食必太牢，出必乘车，妻子衣服丽
都。”颜斶不卑不亢地反击之后，婉言拒绝，说
道：“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
静贞正以自虞。”好一个“安步以当车”，这是一
种淡泊名利、随和从容的人生态度。人的一生
都在路上，为了生存和幸福而忘我地奔走奋斗，

从乡村走向城市，从贫穷走向富裕……然而，快
节奏的生活，心中燃烧的各种欲望，如今行走已
然变成了“轮子”上的行走，而双腿则沦为一种
肢体语言，并附带着攀比与显赫的印记。都市
拥挤繁杂，人们不妨安排好时间，抛开令人“心
堵”的交通工具，迈开步履，去寻证那“不管风吹
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漫漫人生路。

现代社会，汽车以不可阻挡之势进入家庭，
给能源、环境、交通等各方面带来挑战。其实，
只要时间充足，路程适宜，人们不妨“安步以当
车”，既为减排低碳做贡献，又可锻炼身体、修心
养性，何乐而不为？

对于养生，我国古代的大文豪苏东坡曾开
了一个良方：“无事以当贵，早寝以当富，安步以
当车，晚食以当肉。”而其中的“安步以当车”，即
指人们不要过于追求舒适安逸，应少骑马乘车，
多步行、多运动，才可以强身健体，延年益寿。

直立行走，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大标志，正如恩
格斯所说：“这就完成了从猿到人的具有决定意
义的一步”。行走伴随人的一生，人的生命过程
就是行走的过程，也是人生最美丽的风景。生
命不息，运动不止，让我们少一点车来车往、不
劳筋骨的享受，坚持每日步行，健康便会与生命
朝夕相处。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坐车一晃即过，
而行走中却能细细品味。一路行走，你能在流
动变幻的城市定格精彩的瞬间，你能在广阔寂
静的乡村呼吸草木的清香，你能仰望白云朵朵，
你能俯看流水潺潺，你会把生命融入自然的怀
抱，铸就朴素的品质。通过行走，我们感受到生
命的价值，演绎着生命的多姿多彩，所有的走
过，一步一脚印，风里步履执著，雨里坚定自信，
内心永远充满着对生活最朴素的追求。

而对于我们的领导干部、人民公仆，更应该

迈出办公室、轿车，走访百姓，亲身调查，了解疾
苦，问政于民，践行革命先驱李大钊留下的铮铮
豪言：“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蔬食
以当肉，安步以当车……”为了人民，“安步以当
车”就是一种为官的人格品质。

安步以当车，是一种养生之道，是一种人生
之路，更是一种品质之境。

安步以当车

□雨 林

今年是换届之年，随着换届选举工

作的陆续完成，一大批年轻化、活力足

的党员干部陆续上岗履新。对于新官

如何办好开门第一件事，踏好履职第一

步，各地纷纷想新招出硬招，精彩纷呈，

亮点不断。笔者认为，办好开门第一件

事，形式可以多样，目的只有一种，那就

是不断提高群众的满意度。为达到这

一目的，新官不妨先理好旧账。

由于主观或客观原因，一些领导

干部可能在其任内未能完成全部计划

任务，或者留下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

也就欠下了“旧账”。现实生活中，“新

官不理旧账”现象积弊已久，不少群众

因此深受其害。究其原因，主要是一

些新官的政绩观不端正。一是不想理

“旧账”。认为对“旧事”没有责任、没

有义务，担心被“旧账”所累，采取能拖

就拖、能赖就赖的做法，事不关己，高

高挂起。二是不愿理“旧账”。怕“为

别人做嫁衣”，总觉得管好了是给前任

贴金，管不好是给自己添堵，宁愿另起

“炉灶”也不愿去“接单”。三是不敢理

“旧账”。“旧账”多是遗留下来的“老大

难”问题，解决起来往往需要耗费过多

的精力、财力、人力，其最终结果还不

一定能尽如人意，还可能会捅“马蜂

窝”，给自己带来麻烦。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新老

接替不是“新老划断”，新起点也不是

“零开始”。政贵有恒，治须有常。岗位

的任期是有限的，但党和国家的事业是

接续不断的，地方经济社会需要一任接

着一任干，需要保持工作的连续性。从

这个意义上说，要不要理“旧账”，善不

善理“旧账”，既体现新官的政治责任与

素养，又反映新官的领导能力与水平，

更是检验新官群众观念与宗旨意识的

试金石。

当然，“旧账”并非都是科学合理

的。理好“旧账”首先要对“旧账”做一

个科学评估，辩证分析、区别对待。面

对历史遗留问题，要端正态度、负起责

任，依法依规，想方设法解决掉，决不

能视而不见、影响事业发展。面对既定

的正确规划远景，要义无反顾地坚持执

行下去，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

到底。

作为新官、继任者，必须客观地对

待前任工作，理性地规划未来工作。要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价值观，多做打基

础、利长远的事，以“功成不必在我”的

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

当，坚定目标不动摇，接力好上一任、承

接好下一任，在不断“添柴续水”中，全

心煮好执政为民的“甘甜茶水”。

新官开门不妨先理旧账

他 山 之 石

□高国春

在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街道，那里

的邻里通过“窗帘约定”这一“暗号”，来

确认空巢老人平安，此举既暖心省力，

又便于操作，值得推广。

什么是“窗帘约定”？就是被帮扶

的老人每天都以拉窗帘作为“暗号”，向

帮扶者报平安。一旦窗帘没有拉开，帮

扶者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施救，同时联

系街道、社区和被帮扶者家属。

由于儿女不在身边，加上邻里平时

来往不多，往往空巢老人既没有亲人的

照顾，又难以及时得到社会的关照。“空

巢危机”成了全社会关注并亟需解决的

问题。

“窗帘约定”的优势明显：一是成本

低。摄像头、呼叫器、智能监测等设备

费用高，而且受条件限制难以实现全覆

盖，而窗帘的费用低，是家家户户必备

的生活必需品；二是操作方便，举手之

劳，适合于老人；三是适应疫情防控的

要求；四是体现邻里互助、守望相助的

温情，让社会变得更有温度。

在公共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人们互

相照顾、彼此关照，会迸发出强大的内

生力量。“窗帘约定”这种抱团取暖、互

济关爱空巢老人的尝试，为破解空巢之

痛提供了有效路径，不失为好思路、实

举措，值得借鉴并推广。

“窗帘约定”值得推广

杂 谈 随 笔

□赵盛基

电影《少林寺》拍摄于1980年，至今已经过
去了40多年，依然久演不衰。殊不知，这部电
影没用一个专业演员，而且所用演员从来都没
演过戏。

本来，开拍之初，导演是用了专业演员的，
但是，拍摄了一段时间之后，制片方感觉效果不
佳，就请出了著名导演张鑫炎来救场。张鑫炎
进组后，推翻了此前的所有拍摄。

首先，张鑫炎用内地的武术精英换掉了
所有专业演员。李连杰虽然只有 17 岁，却已
经多次获得过全国武术比赛冠军，在影片中
扮演男主角觉远和尚；扮演师傅的于海 50 年
代就是一名武术运动员，著名的螳螂拳大师；
扮演王仁则的于承惠 19 岁时获得青岛全能武
术冠军，后在一家机械厂担任起重工；扮演大
反派秃鹰的计春华是浙江武术队退役的运动
员，连普通话都说不好；扮演女主角白无瑕的
丁岚也有不俗的武术功底。他们有一个共同

的特点，就是从来都没演过戏。有人担心：
“能行吗？”张鑫炎说：“我就是要用观众从来
都没见过的‘生脸’，如果用一堆‘熟脸’，还会
有新鲜感和认同感吗？”

其次，张鑫炎改变了拍摄风格，将正剧改为
轻喜剧，而且，虽然是武打片，却没请一个武打
设计和武术指导人员，完全靠演员自己去设计
武打动作，拍谁的镜头谁就自己设计动作，让你
打多长时间就打多长时间。当时没有特效，不
用特技，不用替身，全部是真实的打斗场面。又

有人担心：“不按套路啊！”张鑫炎说：“花架子的
套路敌得过本色出演的真功夫吗？”

张鑫炎就是这样，不落俗套，不人云亦云，
追求真情实感，大胆启用没有丝毫演出经验的
人当演员，执着地坚持自己的独到理念，完全按
照自己的思路完成了拍摄，将富有厚重历史感
的《少林寺》拍出了诗意。

《少林寺》1982年公映，立刻轰动全球。很
多人都没想到，张鑫炎让一帮从未演过戏的演
员创造了历史，成就了经典。

救场成就经典

石 说 寓 言

母鸡孵蛇

母鸡在汪塘边觅食看见一条死蛇，死蛇
的身旁撇下3个蛇蛋，怜悯之情顿生。母鸡
想，蛇妈妈没有了，小蛇就不可能有出头之
日，肯定命丧壳中。3 个小生命无声无息地
消亡了，岂不可惜？我若麻木不仁，视而不
见，未免太不仁道。想到这里，母鸡便把3个
蛇蛋带回家，放在鸡窝里孵焐起来。

老邻居鸭和鹅知道了这事，一齐跑过来
劝阻。

鸭说：“鸡嫂嫂，你太少脑子了，焐坏种干
什么呀？赶快扔掉，不然你将后悔莫及。”

鹅说：“鸡妹妹，你怎么也不想想，蛇蛋能
孵出鸡子来吗？不可能吧。不管你的心血如
何赤热，孵出来的也只会是冷血的毒蛇，千万
别干傻事。”

母鸡无动于衷，不以为然地说：“我知道
孵出来的肯定是蛇。不过，我认为，我的一片
真诚和满腔热情不会白费的，焐出来的一定
是3条善良的蛇，决不会作恶。”

母鸡经过两个月的尽心焐孵，3 个蛇蛋
里都爬出了小蛇。3 条小蛇爬出蛋壳不久，
就钻进母鸡翅膀下乱咬起来，母鸡疼痛难忍，
喊叫着飞出鸡窝。

母鸡惊悚惶恐地望着小蛇，后悔至极，喋
喋不休地说：“我的心血白费了，蛇的邪恶天
性并不是我的良善温情能够转化的。”

鹅和鸭闻讯赶来，一起帮助母鸡结果了
3条小蛇的性命。

兔妈妈的爱心

兔妈妈是个疼爱孩子出了名的母亲。
一次，山羊到兔妈妈家做客，小兔崽要山

羊阿姨讲故事。山羊阿姨被缠得没有法子，
只好答应，说：“好吧，阿姨就给宝宝讲个‘羊
乖乖不上恶狼当’的故事……”

兔妈妈听见了，急忙跑过来，一把捂住山
羊的嘴，气乎乎地说：“别讲，别讲，千万不能
给孩子讲恶狼的故事，那样会污染孩子的纯
洁心灵，影响孩子健康成长，要讲就讲春风和
彩虹，鲜花和绿树，莺歌和燕舞……”

一天，兔爸爸要带小兔崽去动物园看狼，
因为附近经常有狼出没。这可把兔妈妈吓坏
了，她揪住兔爸爸的耳朵，拽了又拽，狠狠地
教训道：“真会瞎胡闹，你是要存心害我的孩
子。孩子见了恶狼，就会沾染邪恶凶残的野
性，就会变坏变恶……”

兔爸爸只好改变主意，带孩子去百花
园。小兔崽不答应，说百花园已经看过八遍
了，不去不去。兔妈妈还是硬拖着孩子去百
花园，边走边说，看鲜花陶冶心灵，看一百遍
也不嫌多，多看一遍多一份心灵美。

直到小兔崽长成了帅兔哥，他还不知道
世界上有狼这种野兽。

一回，帅兔哥出外打草，遇见一只狼，根
本不知道躲藏，竟然笑嘻嘻地迎上去，热情地
打招呼：“您是哪位阿姨呀？您——”

没等帅兔哥把“好”字说出来，狼就扑上
来掐住了他的脖子……

兔爸爸得知了噩耗，发疯似地和兔妈妈
拼命，骂道：“都是你这个臭婆娘的所谓爱心，
害死了孩子！”

□梁 新

老子曾说过：“上善若水”。惠民生，不管是治水

惠民，还是治理环境惠民；不管是“为群众办实事”惠

民，还是提高人民群众收入惠民；不管是改善生态惠

民，还是改善民生惠民，都是最大的善事。在老子看

来，最高的善，像水一样。水善于帮助万物而不与万

物相争。这也正是共产党人的初心，正是共产党人

的理想，更是共产党人凝聚人心、凝聚力量的地方。

惠民如水，是为政之要，也是为政之本。“人民就

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贵在始终把惠民生的事，当

成执政的政治责任，记在心里，扛在肩上。坚持惠

民，是得人心的秘诀，是执政的基础，更是办事不迷

失方向的定力。牢记执政惠民，才能永远和人民想

在一起、干在一起，苦在一起、甜在一起。为政就要

像清水一样，源源不断，从自己心里流出，一直流到

群众心里。惠民是坚持办实事、办好事、办对群众有

利的事，所以，要像清水长流，源源不断，才能满足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为群众排忧解难。

惠民生，只有下线，没有上线，只要群众需要，只

要符合群众意愿，好事、实事办得越多越好。办好

事、办实事，是我们党的主张，也是我们党的工作方

向；办好事、办实事，就像“上善若水”一样。世间万

物，都离不开水的滋润。人的肌体，有一种重要的组

成元素，那就是水。水是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睁开眼，闭上眼，都离不开水；在干旱地区，人们对水

的渴望，甚至有一种望眼欲穿的迫切。惠民生永远

是我们工作的中心，我们工作的重心，我们工作的方

向，最实际的密切联系群众。

水无形，却无处不在，无坚不摧。无形之水，能

滋润人心；无形之水，能将巨石穿透；无形之水，能将

巨船掀翻；无形之水，能将千里之堤冲毁。惠民之清

水长流，象征着我们党的事业生生不息，我们党的主

张深入人心，我们党永远不脱离群众，党的主张永远

“流”在人民群众心中；这不仅体现出资源充沛，而且

昭示出厚德载物。

对我们党来说，惠民永远是最大的政治，永远是

最紧迫的工作，永远是努力的方向，永远是要达到的

目的。没有比惠民更好的密切联系群众，没有比惠民

更实的群众路线，没有比惠民更受群众拥戴的理论。

惠民生的事，要一件接着一件办下去，才能始终赢得

群众信任，才能始终不脱离群众，才能让群众紧紧围

在我们党和党的主张周围。我们党把“行善”和惠民

很好结合起来，就是将党的主张融入中华文化中。

惠民生，是新时代对老子“上善若水”思想的最

好诠释，也是新时代对老子“上善若水”思想最好的

发扬光大。惠民生的清水，清澈见底，常年流在群众

身边，且绵延不断，日夜奔流，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成色才足，心情才愉悦。在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期待中，惠民生，永远都与人民群众生活生

产和幸福指数密切相关。

在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上，要永远都不能满

足，都不能止步，都不能停歇。这就需要有“上善若

水”的精神与坚守，更需要有“上善若水”的毅力与创

新，你才能和群众融为一体：形成一个“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不管是艰难、还是顺利时，都紧紧抱在一起

的命运共同体。

惠民像清水长流

（石 飞）

《半月谈》近期刊文《谨防“花头干部”搅基
层》称，一些干部不在本职工作上花心思，反而
不遗余力“搞花头”，不仅浪费了自己的时间和
精力，还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甚至导致基层
工作脱实向虚，值得警惕。

文中说：“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味‘搞花
头’就少了工作的认真和专注，尝到了‘花头’
的甜头就更不去努力，如此恶性循环，不利于
基层工作的扎实开展。”

要想在源头上把住“花头干部”大量产
生的“闸门”，组织部门在考察干部时必须深
入走访，尽可能全方位了解干部情况，着重
考察其平常表现，特别是在一些急难险重任
务面前的个人表现，杜绝基层干部“不干实
事、成天围着领导转”的现象。什么地方“花
头干部”没了市场，“泡沫”腔调不再流行，那
里的工作就会更踏实，那里的干部就会更受
群众欢迎。

“花头干部”泡沫腔
□吴之如 文/图


